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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通过我个人的备考经历，向今后计划备站日本大学院的同学给与一些建议。由于

大家的专业和具体情况不同，我尽可能就共通性的问题进行说明。 

一、自我介绍 

我来日本留学是通过海南大学的 3+1 留学项目，本该作为 2020 年 4 月生来日，但受到疫

情的影响，于 2020 年 11 月来到日本，12 月进入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学习。2021 年 5 月，

通过海南大学线上毕业答辩顺利大学毕业。我大学的专业是金融，所以目标考入日本的大学

院经济学研究科。庆应义塾大学不合格之后，最终在夏季考合格了神户大学和大阪大学的经

济学研究科。 

二、语言学习 

首先，对于日语能力，经济学的出愿需要 N1 成绩。笔试因为没有小论文，不太注重对日

语写作能力的考察。但是，研究计划书的撰写和面试，还是扎实的学习日语比较好。我来日

本之前，为了备考大学院提前学习日语，于 2020 年 12 月取得了 N1。之后，着重提升日语的

运用能力，加强日语学习，在 2021 年 12 月的 N1 考试中有幸取得了满分的成绩。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的是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野左近院长亲自为我颁发了祝贺奖状以及奖励金。十分

感谢校长和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再次，关于英语，来日本之前考取托福成绩比较好。如果英语不擅长的话，托业也是可

以的，但能够出愿的学校根据所要报考的专业不同将会减少。经济学的话，如果备考东大、

京大、一桥、横滨国立的情况，需要托福成绩。在准备英语成绩之前，建议事先结合志望校

程度以及志望校的募集要项进行确认。当然，根据选择的志望校不同，英语成绩的考取目标

也不尽相同。在我的备考过程中，这一点有所忽视。事前对于托福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即

便来日本考，也是相当有难度的。最后，妥协选择了托业。而然，考取理想的托业成绩也并

非易事。 

三、专业知识 

准备有专业课笔试的研究科，我认为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是决定能否合格的重要因素。

笔试合格之后方可参加面试的学校自不用说，即便同一天能够参加笔试和面试的学校，能否

合格也是参考笔试成绩较多。为此，除了准备语言成绩，不可忽视对专业课知识的学习。 

想必大家能通过各渠道获取有益信息，请不要白白浪费掉这些资源，结合自身的目标灵

活运用。考研不止是对专业知识的考察，也是对信息检索、获取能力的考量。与其一个人埋

头苦读，推荐尽可能多搜集信息，并且全身心投入到备考之中，这样的话，相信能很大程度

提高合格的几率。正如“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所言，在日本考研更是如此。 

希望大家能够“吾日三省吾身”，通过剖析自身的不足，设定合理目标，采取万全的对策。

最后，建议大家尽可能设定较高的目标。因为不管哪个研究科，合格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不

拼尽全力，不合格的可能性较高。只要努力，不会错失去往更高等级大学的机会。 

四、心理建设 



留学之路不易，想必大家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期。除此之外，也会怀疑自己究竟能合格

哪所大学，经历失败逐渐失去自信。我也有过一次不合格笔试的经历，受其影响在准备其他

大学的时候变得没那么自信。 

在这想传达的是，不要自我放弃。即便总是失败也不要总是消极地看待问题，应该从失

败当中总结经验，考虑接下来需要做哪些准备。其次，在日本考学，结果并非绝对。比如，

合格大阪大学，并不等于一定能合格青山学院大学。相反，即使青山学院大学不合格，也有

合格大阪大学的可能。为此，尽管前路荆棘，不要轻言放弃。重要的是去反思自己哪里准备

的不充分。在考前，不要盲目自信，认清现实，根据自身的准备和努力程度，合格与不合格

都有可能。自己能做的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别无其他。至于结果如何，不去做永远不会知道答

案。 

 

最后，十分感谢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校长及各位老师推荐我获得了日本学生支援机

构发行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以及“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特别学习

奖励金” 。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不论是平时在课堂上，还是出愿等，感谢老师们的帮助。也希

望接下来备考大学院的同学加油。 


